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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國佛教文學史》建構計畫成員 

計畫主持人：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蕭麗華教授 

計畫贊助人：胡素華女士 

協同主持人：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專案教師許聖和 

目前成員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 

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涂豔秋教授 

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黃敬家教授 

國立師範大學東亞系王美秀教授 

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林仁昱教授 

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周玟觀教授 

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紀志昌教授 

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梁麗玲教授 

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汪娟教授 

亞東技術學院通識中心林智莉教授 

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吳靜宜 

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賴霈澄 

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邱婉淳 

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胡素華 

  觀察員：   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宣諭教授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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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會議摘要 

(1) 12/3 於佛光山臺北道場舉行「中國佛教文學史工作坊」第二次講論會，出席

人員有計畫主持人佛光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蕭麗華教授、國立中興大學

中國文學系周文觀教授、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梁麗玲教授、亞東技術學院通

識中心的林智莉教授、石碇高中國文老師吳靜宜博士、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

生賴霈澄同學、佛光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教師許聖和老師、佛光大學中國文

學研究所碩士生胡素華女士，也歡迎台北市立大學通識中心的陳宣諭教授蒞

臨觀摩指導。 

   

(2) 主持人蕭麗華教授開場致詞 

今天是本計畫的第二次講論座談會，也意味著本計畫的書寫活動正式展

開，因此要先訂定出佛教文學史的分期，今天所報告的主題是由胡素華同學

提出「初期僧人文學創作的流變與影響」，這個初期所追溯的時間點在東晉時

代，因此我們或可以暫時訂為以下三期： 

1 形成期：兩漢至南北朝止 

2 發展期：隋唐 

3 成熟期：宋元明清 

未來希望能以各分期為小組單位，並推選一位負責人，掌握各分期的研究資

訊與寫作進度。 

今天也歡迎有新的成員加入，分別是：中興大學中文系的周玟觀教授、

亞東技術學院通識中心的林智莉教授、石碇高中國文老師吳靜宜博士、與台

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賴霈澄同學，也歡迎台北市立大學通識中心的陳宣諭教

授蒞臨觀摩指導。 

另外在第一次講論會時，有提供佛教文學專題參考書目，但因為是我過

去僅以一人之力蒐集，在領域上也無法面面俱到，而且我目前對研究成果的

掌握也僅收集到 2012 年，所以至今也已出現 5 年的空缺，這方面的資料補充

有賴於各位學界先進通力合作，希望未來各位教授能以自己的研究領域為主，

定期提供研究資料的訊息。而會整的方式，目前可以委託聖和老師作統整，

隨時更新研究資料，並在美伊期的研究通訊上定期發布。 

今天很感激各位前來開會，在今日開始專題報告的程序後，我相信完成

一本《中國佛教文學史》教科書的目標又大大地向前跨進一步。以下的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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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交給胡素華同學做專題報告。 

(3) 胡素華女士專題報告〈初期僧人文學創作的流變與影響〉 

初期僧人文學創作的流變與影響 

摘要 

 

  佛經翻譯、僧人文學創作、文人佛學創作是佛教文學的三大範疇，欲建

構系統完備的「中國佛教文學史」，必定要先梳理出三大範疇的源頭。本文係

針對僧人的文學創作，探討其起源、產生的時代背景、與中國文學的交涉、

對中國文學的重要影響。 

  首先藉著追溯佛教文學的產生，論證從佛經翻譯到佛教文學創作，僧人

皆扮演了極為重要的關鍵性角色。佛教僧侶從佛教傳入初期開始，便自覺性

地投入了文學創作的領域。 

  其次透過以僧傳為主的文獻，探究並確立僧人創作的範疇。僧人創作的

範疇，與弘法方式密不可分。佛教東傳後，僧人用以傳揚佛教的方法，從漢

魏以至唐宋大體上是一致的，但根據中國佛教初期發展的脈絡，僧人參與佛

教文學活動，在東晉時期產生了分流，一為賡續源頭的翻譯文學，一為順應

時代所需的創作文學。   

  僧人創作的範疇確立之後，接著梗概式地依照時序，整理出佛教傳入初

期關鍵性的僧人創作內容，進一步驗證除了經典翻譯之外，僧人的主要文學

創作起源於東晉。另一方面則探究了僧人創作產生的時代背景及與中國文化

結合的方式。 

  最後從佛教傳入初期僧人創作的各式文體，分別論述其對中國文學產生

的影響。從中顯示了魏晉南北朝在上承兩漢下啟唐宋之間，成為中國文化的

轉折期， 

僧人創作的積極參與，有著重要的貢獻。 

 

關鍵詞：佛教文學、詩僧、僧人創作。 

 

投影片摘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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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

初期僧人文學創作的流變與影響

佛光中文胡素華

 

(5)  

內容大綱

一、前言

二、僧人創作的範疇

三、佛教傳入初期的僧人創作

四、初期僧人創作對中國文學

的影響

五、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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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 

(7)  

僧人創作的起源與流變

一、前言

(一)研究動機
梳理佛教文學三大範疇之一「僧人創作」的起源，俾便
為「佛教文學史」的建構確立正確的方位與基石。

(二)研究問題
在佛教思想與義理透過文字弘揚的史實上，探討初期僧人
如何融入中國文化，如何在創作中呈現佛教與文學的交
融。

(三)研究目的
1.界定僧人創作的範疇 2.彙整佛教傳入初期具代表性的
僧人創作並確立僧人創作的起源 3.論證初期僧人創作對
中國文學的影響。

二、僧人創作的範疇

本
文
範
疇

廣
義
範
疇

(一)翻譯文學：漢譯佛典
(二)佛經文學：例如經序
(三)一般文學：詩文創作

翻譯文學為僧人與文人佛教文學創作
之源頭，宜另闢專文論述，本文僅針
對經典文學與一般文學探討僧人文學
創作的範疇。



 

8 
 

(8)  

(9)  

以時、空為座標

三、佛教傳入初期的僧人創作

內容架構

(一)兩漢三國時期

(二)六朝時期

(一)生平與交遊重點

(二)詩作分類與特徵

四、佛教傳入初期僧人創作對中國文學的影響

兩漢三國時期

六朝時期

佛教初傳東土，因語言相異，唯賴口傳。時值仙道盛行，必然
與之結合。是以道教文學創作，可見佛教文學的身影。

魏晉六朝玄學昌盛，談「玄」說「道」，以「虛無」為本；
佛教「般若」之學談「空」說「真諦」，主張「緣起性空」，
佛學與玄學相契合，六朝文學蘊含佛教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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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  
   

 

三、會後討論 

蕭麗華教授發言： 

1素華同學於文章中提到有關：「同樣談空，卻有不同的心靈樣貌，吸引了碩儒文

士一探佛教究竟的興趣，於是促進了儒釋道的結合，也開啟了文人名士與僧人頻

繁交往的大門，從東晉僧人與文人的創作中處處皆可看到他們交往的足跡和記錄。

超凡入聖的學問僧與飽讀詩書的文士交相往來，帶動了社會閱讀佛書，研習佛理

的風氣，也造就了僧人文字弘法的創新風貌。」其中有關佛經義理於各種不同翻

譯中所呈現的不同意義，尚可請教政大涂艷秋教授，請涂教授為翻譯所造成的佛

經術語意義落差對文學創作造成的影響，提供更進一步的建議。 

 

2 建議素華可以將南北朝與東晉分開看成兩個獨立的時段，分別析論出其間因翻

譯佛經的差異對文學作品運用名詞上所形成的影響。 

 

3 素華的報告中提到僧人文學涉及各種「文體」，其中提到「檄文」是一個很有

趣的觀察，其實中國文學中的許多文體如長篇詩偈、讚頌、世說體、律體等等都

可以觀察到與佛經相關的線索，未來若能對各類文體的佛教淵源提出有利的證據，

則對於中國佛教文學史起源論的建構會有很大的助益。 

 

五、結語

達成第一項目標

確立佛教文學史三大範疇

中，僧人創作範疇的內涵，

及其與佛經翻譯文學和文

人佛教文學創作之交涉，

三者有所交集。

達成第二項目標

顯現佛教傳入之初，最早

投身文學創作的僧人及其

代表性作品。

達成第三項目標

論證佛教東傳後，第一代

詩僧文僧與中國文化之融

合及對中國文學之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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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智莉教授發言： 

對於佛教文學的文體研究，在明清時代仍有許多議題有待開發，尤其是夾雜在長

篇小說、戲曲、談詞等等類型的文學中，要逐一就文本的考索一一梳理，實在工

程龐大，建議各種文類應挑選具代表性的作品，進行詳細的解說與分析，或許較

適合於文學史教科書的編寫模式。 

 

周玟觀教授發言： 

因為我是從語言學的角度進行佛學研究，所以我較聚焦於佛經中的名詞譬喻設計，

有單一詞彙多元譬喻，也有多個詞彙同一喻法，也許未來在佛教文學史的書寫上，

可以注意同一詞彙在不同時代的喻意落差，與各時代社會文化背景的關係。 

 

二、活動預告 

下次聚會時間：2018/2/25(日) 10:00‐12:00 

講題：新文獻、新視角、新方法：佛教文學何以不能略過明清 

主講人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廖肇亨教授 

地點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 

   

 

 


